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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惠山区召开
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总部经济、
枢纽经济（下称“三大经济”）生
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
见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
悉，随着“三大经济”和生物医
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正
式出台，明确了发展的路线图
和任务书，未来几年，惠山将建
设成为全省数字经济发展示范
区。当天会上，惠山区相关部
门负责人对这些政策文件的编
制背景、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进行了解读。

“是产业升级拉动的需要，
也是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
必然要求。”在谈到为什么要大
力发展“三大经济”和生物医药
产业时，惠山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年初召开的惠山区委四
届八次全会上，明确提出了要

把惠山打造成长三角区域高端
要素集聚地、创新创业策源地、
枢纽经济新高地、生态宜居样
板地。而整合放大惠山的产业
基础、地理区位和交通枢纽优
势，加快发展“三大经济”和生
物医药产业，可以有效增强创
新发展动力、破解资源瓶颈制
约、增创区域竞争优势。

据了解，这几年惠山接连
实施了两轮智能制造三年行动
计划，在智能制造领域打造了
许多惠山亮点，江苏数字信息
产业园、惠山生命科技产业园
等载体平台逐步壮大，在医疗
器械、诊断试剂、精准医疗等行
业细分领域形成了品牌效应，
安井食品、时代天使、叮咚买菜
等一批总部企业发展壮大，惠
山城铁站区作为未来的区域性
综合交通枢纽为发展枢纽经济

提供了良好支撑，这些都为惠
山发展“三大经济”和生物医药
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
示，眼下，惠山正处在转变发
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
长动力的关键期，必须在新发
展理念指引下，准确把握产业
变革新趋势，通过数字经济赋
能、总部经济引领、枢纽经济支
撑、生物医药产业加持，加快培
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助推现代产业新高地建设。

据悉，惠山区提出发展目
标，到2025年，基本形成具有
较强核心竞争力的数字经济体
系，惠山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位
居省市前列，建设成为在无锡
乃至江苏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总
部经济品牌区。

（黄振）

本报讯（晚报记者 袁晓
岚）昨天一早，趁着梅雨季还没
到，在位于宜兴市丁蜀镇的太
湖西沿岸，工人们采用环保绞
吸式挖泥船加紧挖泥为太湖清
淤。作为宜兴市2020年污染
防治攻坚河湖整治“十大攻坚
项目”头号工程，江苏省太湖西
沿岸区清淤后续工程（二轮一
期）2019年度工程今年以来从
太湖中清淤40万方。预计到
7月份，随着该工程的收工，历
时三年的江苏省太湖西沿岸区
清淤后续工程（二轮一期）清淤
量可达320万方。

多年来，我市一直开展生
态清淤，即清除湖底表层的流
泥和底泥，以削除太湖的内源
污染源，并做到不破坏湖底的
原状底泥，以利水生植物、水生
生物种群的生态重建。水利专
家说，太湖是浅水型、多湖湾的
湖泊，周边城市群密集，长期以
来污染物随入湖河流进入湖

体，形成内源污染，而生态清淤
犹如给太湖“清肺”。

对于地处“太湖上游、流域
下游”特殊区位的宜兴来说，这
些年一直肩挑“治太”重任。
2018年，江苏省太湖西沿岸区
清淤后续工程（二轮一期）在宜
兴正式启动，前年、去年先后清
出200万方左右的淤泥，有效
促进了太湖水域水生态环境的
改善。

“清的是淤泥的表层浮
泥！”宜兴市水利局相关人士介
绍说，一般来说，越靠湖面的富
营养化程度越高，总磷总氮和
有机质的含量也越高，而越靠
湖底的含量则相对要少。值得
一提的是，今年还会对该工程
的环境水质进行监测。

据宜兴市污染防治攻坚办
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宜兴下
达了包括太湖西沿岸区清淤后
续工程在内的重点调度督查污
染防治攻坚项目共10项。目

前，宜兴市重点入湖河道水质
保障工程、宜兴市2019年河道
治理工程、宜兴市万石镇河道
综合整治一期工程、宜兴市新
庄街道河道综合治理工程、宜
兴市西渚镇马谭滩河综合整治
工程、阳山荡区域水产养殖整
治等7个项目都已在建，而殷
村港、社渎港小流域氮磷削减
示范工程以及新建20公里污
水管网工程等3个项目也已启
动。

清淤直接减少湖体内源污
染的同时，宜兴还通过殷村港
和社渎港小流域氮磷削减示范
工程“拦截”外源减少污染物入
湖。此外，新建20公里污水管
网工程目前正在进行招标前准
备工作。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新吴区检察院获
悉，今年以来该院整合资源，将案件信息查
询、法律咨询、控告申诉、检调对接、司法救
助、案件信息公开、检察监督等多项职能全
部纳入12309检察服务中心，方便群众高效
办理业务同时，做到群众信访“件件有回
复”。

近日，该院接到王某某来电，反映自己
是一起故意伤害案的被害人，被告人已被判
刑，但自己未得到赔偿，所以向检察院提起
申诉。经调查，王某某和张某3年前在某
KTV因口角纠纷被李某打伤。李某已在
2018年7月份被判刑，虽然在庭审期间达成
了分别赔偿王某某20余万元、张某1万余元
的协议，可是之后法院未执行到李某的任何
财产。检察机关通过案件审查，认为原案在
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定罪量刑方面并无疏
漏，所以不支持王某某的刑事申诉。但同时
考虑到王某某和张某的实际困难，决定分别
对他们进行救助。

据介绍，对于群众反映问题，检察机关
接收信、访、网、电等多种方式的申请。无论
是哪种形式提交的申请，检察人员都会及时
登记并录入系统，按照“件件有回复”的要求
做好程序性回复和实体性答复工作。（小任）

本报讯 昨天是6月9日第13个国际
档案日，无锡市档案史志馆在新吴区新安街
道新安花苑一社区启动档案“三进”活动。
围绕“档案见证小康路，聚焦扶贫决胜期”的
主题，市档案史志馆还推出了线上线下展
览，用真实细节再现无锡建设小康路的历
程。

活动现场，来自新吴区六个街道和六个
社区的代表拿到了市区两级档案史志馆等
部门赠送的档案书籍、知识宣传手册、防疫
抗疫档案资料征集小册子、民生档案小知识
等，为社区居民普及档案常识。档案工作人
员重点向市民介绍了异地跨馆民生档案查
询服务。异地查档平台已向公众开放，市民
可在市档案史志馆申请查询“江浙沪皖”地
区300多家综合档案馆的相关民生档案，现
在又拓展了湖北、山东、四川、河南等省所辖
部分市区的异地跨馆查档合作业务。

无锡市档案史志馆现藏档案总量达
140余万卷、61万余件，在省内名列前茅。
国际档案日期间，围绕国家扶贫决胜的任务
和全面小康的目标，市档案史志馆遴选珍
档，在其官网上推出“脱贫奔小康”线上展，
再现无锡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整体风貌；线
下展示市区两级扶贫攻坚成果，在社区巡
展。展览从实际出发，以数据、老照片、现状
图片，展现无锡人民在改革开放中锐意进
取、开拓创新，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无锡做出
的巨大贡献。眼下，无锡市档案史志馆还在
征集抗疫档案资料，欢迎单位和个人积极捐
赠，永久保存一段真实历史，更好地展望未
来。 （张月）

点燃生命之光，守护人间
希望。6月9日，无锡市红十字
会携手惠山区红十字会、无锡
万邦科技有限公司共同为我市
第62位和2020年首位造血干
细胞捐献志愿者李名滔赴东南
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捐献造血干
细胞举行欢送会，受到疫情影
响，这个推迟了5个月的约定
终于即将达成。

32岁的李名滔是无锡万
邦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
尽管工作繁忙，但热心公益的
他，多次伸出双臂，加入到无偿
献血的队伍中，至今已累计献
血1900毫升。2014年 4月3
日，李名滔在无偿献血时，偶然
了解到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关
内容，深思熟虑后，他毅然申请

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了1名
光荣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者。这份“髓”缘一等就是 5
年，当得知与一名女性重症血
液病患者初配相合后，他第一
时间表示不改初衷，愿意捐献，
这一举动不仅得到了家人的支
持，也得到了无锡万邦科技有
限公司的全力支持。

2019年 12月，通过体检
的李名滔正准备用“生命的种
子”去唤醒他人新生的时候，谁
想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按下了
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暂停键。在
停驻的时间里，李名滔勤于锻
炼，注意饮食，时刻准备用热
血，去帮助身处危境的陌生人，
在大爱无疆中传递力量。今年
5月，李名滔顺利通过了捐前

二次体检，重新接过生命的“接
力棒”，奔赴这场推迟了5个月
的约定，为另一个生命带去奇
迹。

据了解，自2002年开始，
我市红十字会就实施了“捐献
造血干细胞”项目，通过多种形
式的宣传，进一步提高了全社
会对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的认
识、理解和支持，争取更多适
龄、健康的志愿者加入到捐献
队伍中来。截至目前，全市已
有1.7万人成功报名加入中华
骨髓库，成为了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者。其中61人成功实
现捐献，为建设中国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资料库、拯救血液病
病人生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小逯）

太湖西沿岸新一轮“洗肺”下月收工
宜兴十大重点污染防治攻坚项目“齐头并进”

第62位造血干细胞 捐献志愿者赴宁

惠山区打造全省数字经济发展示范区

档案见证小康路

线上线下
回望无锡城峥嵘岁月

群众信访
“件件有回复”


